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正是一代
代军人将他们最好的年华献给部队，才
有强大的钢铁长城。退役军人是党和
国家的宝贵财富，长期以来，党和国家
投入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想方设法
服务退役军人。然而因管理分散、职责
交叉、衔接不畅，难免出现落实不到位、
服务有欠缺等问题。

党的十九大以来，关心关爱退役

军人新举措频出。国务院组建退役军
人事务部，地方各级政府设立退役军
人 服 务 部 门 ，给 了 老 兵 一 个 温 暖 的
家。但真正将“家”建好，需要各级特
别是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满腔热忱带着
爱带着情感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切
实提高老兵的归属感、安全感、荣誉
感，这也是“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让老兵更有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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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洪禄报道：这几天，江
西省婺源县许村镇汾水村 41岁的贫困
户金美娟忙得够呛。因病致贫的她在
县人武部帮助下，干起了景区保洁员的
工作，开春以来，因“江南水街”闻名的
汾水村游客如潮，金美娟的收入也随之
大增。

“去年，人武部的同志还介绍我入股
了村里的苗木种植合作社。”金美娟说，
像她这样在人武部帮扶下逐步实现脱贫
的村民还有很多。

婺源县风光秀丽，红色文化旅游资
源丰富。为帮助老区群众脱贫，该县人
武部把红色资源和绿色生态元素融入当
地产业发展，按照“红色资源+绿色产
业”的旅游业发展思路，协助建设大鄣山
乡莒莙村皖浙赣红军纪念广场、建成婺
源革命历史纪念馆、修复中共皖浙赣特

委旧址等，为当地打造红色旅游品牌夯
实了资源基础。

如今，当地已打造多条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吸引了大量游客。仅去年，全县
红色旅游点接待游客就达70万余人次，
带动了当地农家乐、民宿等发展，为老区
群众增收拓宽了门路。

持续脱贫，关键在基础牢固。为此，
该县人武部专门派出乡镇专武干部和民
兵骨干与贫困户建立定点帮扶关系，成
立了党员服务驿站和18个“民兵便民服

务队”，为村民提供政策、技术、信息等服
务。目前，85%的乡镇专武干部担任贫
困村第一书记，他们引导村民走“农户+
公司+合作社”的路子，助力群众脱贫的
同时，进一步丰富了旅游资源。

“脱贫不是终点，帮老区群众奔小康
我们永远在路上！”该县人武部政工科长
齐文华介绍，仅金美娟所在的汾水村就
种植铁皮石斛 230多亩、苗木 600多亩，
这一项就实现年人均增收 1050元。目
前，这个村已实现脱贫“摘帽”。

江西省婺源县人武部因地制宜帮助群众脱贫

确立“红色资源+绿色产业”旅游发展思路本报讯 陶昱、吴维报道：“一味增
强训练强度不仅不能提高训练成绩，反
而容易诱发训练伤病……”3月 18日下
午，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训练场，来自
驻地的国家级健身教练肖桂正在为该旅
官兵传授体能训练常识，科学组训、详细
讲解、标准示范，赢得观摩官兵的阵阵掌
声。这是该旅新年度“开门办训”提升全
旅训练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

去年，该旅在参加上级年终军事考
核中，发现某些课目的训练强度增加了
不少，可训练成绩却没有明显提高，不
少官兵还出现了训练伤。“我们为何不

请地方专业教练给我们讲课？”“开放的
时代没有封闭的军营，部队也要学会开
门办训。”为此，他们主动邀请驻地体育
局、军地院校的 8名专家担任“客座教
练”，传授科学组训方法，现场指导解决
训练难题。

善借东风巧练兵，这些外请教员组
训起来确实各有高招，讲方法、传要领、
谈心得、授秘诀，给该海防旅训练带来一
阵新风。战士邓勇是连队的训练标兵，
可是400米障碍一直保持在1分50秒左
右。针对邓勇的身体特点，肖桂首先讲
解了人体肌肉组织结构、力量训练等方

面的基础原理，并着重强化对力量、速
度、耐力等方面的训练以及训练后的恢
复。一周过后摸底测试，邓勇 400米障
碍的成绩提高了10秒。

在战场救护方面，地方医疗专家张
素丽给官兵们讲解止血、包扎、心肺复苏
术等救护常识。通过理论授课、模拟演
示、实际操作等多种形式，采取官兵逐个
操作、逐个过关的方法，有效提高了官兵
自救互救能力。

外聘教员助力科学训练，考核成绩
大幅提升。近日，在该旅组织的普考中，
优秀率比往年平均上升了5个百分点。

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善借东风巧练兵

地方体能专家为训练助力

清明时节，缅怀英烈。在神州大
地的一座座烈士纪念碑前，在网络空
间的一个个英烈祭奠平台上，人们用
不同方式，一同表达着对先烈的追思
缅怀。革命先烈用生命热血铸就的
伟大民族精神得到充分汇聚涌流，红
色基因得到接续弘扬。

“所谓固国家不以山溪之险，威
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其道何在？精神
为也。”近代以来，红船精神、井冈山
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
精神分别是特定时期党的奋斗历程、
光辉业绩与精神状态的集中体现，是
我们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的真实记载。这些历久弥新的民
族精神，已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之
中，成为激励我们砥砺奋进的强大力
量。提振民族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

精神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基因缺“铁”，就会得“贫血症”。行进
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我国国内外形势
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国家和军队
发展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前景光
明、挑战严峻。习总书记向全党发出

“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的号
召。强国强军事业发展永无止境，我
们奋进的脚步不能停歇。唯有赓续
传承优良的革命传统，方可继往开
来、一往无前，谱写新时代强国强军
的崭新篇章。

赓续传承优良的革命传统，前提
是理解尊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
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定捍卫英
烈形象。当今社会，信息网络高度发
达，人人皆可成为写手、拍客。然而
为博取关注、吸引眼球，有些人居然
不惜杜撰背离历史的故事，以求引起
猎奇围观，对舆论产生消极影响，甚
至误导群众。

革命先烈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人物，他们的事迹和精神被后人代代
传颂。没有他们的流血与牺牲，就不
会有现在的和平与发展；没有关于英
雄的共同记忆，就不会有民族的价值

传承。自觉做伟大民族精神的坚定
信仰者和红色基因的捍卫者，努力把
爱国志向融入党和为人民服务的事
业中，把为民情怀体现到富国强军大
局中，把生命热血投入到为人民谋幸
福的征程中，不断改造思想、锤炼党
性，不论顺境还是逆境，永不变色、永
不懈怠、永不掉队。

沧海浩荡，血脉流传；时代变迁，
精神永恒。站在党、国家和军队建设
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赓续传承红色
基因，大力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汲取
前进力量，鼓舞军民士气，自觉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积极练兵备战，致力精武强
能，努力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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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魏化龙、记者周海良报道：
4月 12日，安徽省蚌埠籍退伍战士李冬
冬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走进淮上区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求助。让他没想到的是，
中心提出的“只进一扇门，办好暖心事”
还真不是虚的。李冬冬为难好几个月的
事，20分钟就解决了。“办事敞亮、心情
舒畅，我可算是找到娘家了。”李冬冬满
脸笑容。

事情还要从蚌埠军分区前几年的调
研说起。他们了解到，由于地方安置、优
抚、双拥等工作分散在不同职能部门，退
役军人办一件事要跑多个部门，存在办
事难、效率低等问题。蚌埠军分区政委
唐遂申说：“老兵们脱下军装回到地方，
应同样受尊崇、有荣光！所以我们必须
要把退役军人的事办实办好。”2016年
底，该市出台《关于深化退役军人安置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导淮上区在全省

率先建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整合与退
役军人服务有关的职能，让军人军属“进
一扇门，办多件事”。

随后，淮上区 5个镇、2个社区及 75
个行政村（居委会）均开设了退役军人
服务站，构建起立体式、全覆盖服务体
系，统筹全区安置、优抚、双拥等各项
工作。除定期足额发放各种补助金、
优待金外，他们还为退役军人及其家
属提供就业、医疗、住房、子女入学入
托等方面的信息和帮助。淮上区人武
部科长张成所告诉记者，清明前夕，80
岁的烈士遗孤戴克勤找到淮上区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寻求帮助。原来，戴克
勤按家乡习俗将父母的墓碑安放在老
家地里，这两年墓碑出现断裂，由于缺
少相关证明，戴克勤想重修墓碑、重迁
墓址遇到困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几
经辗转，为戴克勤的父母更换新版烈

士证，并于清明前将烈士坟迁至小蚌
埠镇公益烈士墓。

让军人得到更多尊崇，让军属享有
更多荣光。该服务中心还会同区人武

部多次组织重点优抚对象进院疗养，组
织新兵亲属免费参加健康体检，异地祭
奠淮上籍烈士、看望慰问烈属等，受到
广泛好评。

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军地合力建好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老兵“只进一扇门，办好暖心事”

本报讯 陈银波、黄远利报道：奇峰
山下春意盎然，相思河畔热闹非凡。“这
么多军地领导见证你立功受奖，你小子
可以呀！”4月上旬，第 75集团军某旅庆
功授奖大会现场，看着儿子彭鑫胸前的
一等功奖章，军属彭亮明忍不住在他肩
膀上拍了一掌。

彭鑫是这次大会的主角之一，与他
一同接受表彰的还有 1名一等功臣和 4
名二等功臣。他们手捧鲜花、身披绶带、
胸挂奖章成为当天最耀眼的明星。前来
观礼的家乡军地领导、父母亲人、战友把
他们团团围住，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据了解，该旅自 2015年首次参加
“晴空”国际军事比赛以来，官兵连续 3
年走上国际军事舞台。去年 8月，参赛
队与 6国代表队对抗，以绝对优势技压
群雄，包揽了团体部分和 3个阶段赛的
第一。参赛队员万保静和彭鑫分别被俄
罗斯国防部表彰为“最佳导弹射手”和

“最佳驾驶员”，两人双双荣立一等功，其
余队员均荣立二等功。为了提振军心士
气，增强军人职业荣誉感和军人家庭成
就感，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该
旅党委决定把军功章放到“聚光灯”下，
让崇尚荣誉成为一种风尚。

一支精武战队授奖庆功，5个军地
群体见证荣光。笔者在颁奖现场看到，
参加大会的不仅有集团军领导、全旅官
兵、驻地市委领导，还有受邀前来的 6
名受奖官兵家乡的党政军领导和受奖
官兵家属。“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既要提高军人家庭成就感，更要
让军地各级认可军人的付出。”该旅政
委唐照乾道出举办这样一次表彰大会
的初衷。已经服役 7年的中士郭红亮
激动地说：“当兵这么久，还是头一次与
父母分享荣耀时刻，这让我对荣誉更加
珍惜！”

某旅庆功授奖大会上训练尖子成为耀眼明星

让父母分享最荣光的时刻

黑山县人武部

规范安全管理工作
本报讯 雷斌、周思念报道：“厨房

煤气报警器维修等12个安全问题已全
部解决，新建战备物资库监控系统、灭
火器充压等4个问题要在规定限期内整
改。”4月8日上午，辽宁省黑山县人武部
对第一季度安全稳定工作落实情况进
行了总结通报。

年初以来，该县人武部开展安全
大检查活动，把营区库房、厅室、食
堂、宿舍等63个场所安全责任具体到
人，安全管理工作由零散变为系统，
确保人人想安全、时时抓安全落到实
处末端。

甘南军分区

开展教育配合活动
本报讯 郭富报道：“通过电影了

解革命历史，这样的活动我喜欢！我为
杨土司的爱国情怀点赞……”4月13日
晚，甘肃省甘南军分区组织全体官兵职
工观看红色电影《卓尼土司》后，战备
建设处参谋罗布邓珠激动地说道。

甘南地区红色资源丰富，“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该军分区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广
泛开展看红色影视、访红色遗址、讲红
色故事系列活动，增强大家扎根高原献
身国防的使命意识。

4月中旬，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在民兵应急分队集训中突出伪装防护、卫生
救护等课目训练，提升实战能力。图为民兵快速通过染毒地带。 张印东摄

近日，贵州省兴义市一位退伍军人
在战友群发布了一则某企业向员工家庭
赠送“光荣之家”锦旗的信息。兴义市人
武部及时介入，纠治了这一不当行为。

经了解，收到“光荣之家”锦旗的
是兴义市雄武乡盘江村罗家堡组村民
叶某夫妇。原来，叶某的女儿在某餐
饮连锁店务工，表现优异。为表达对
员工的肯定和褒奖，企业董事长刘某
订制了一面绣有“光荣之家”的锦旗，
于 4月 5日这天大张旗鼓地送到叶某
家中。围观群众中有不少是军属，对
此议论纷纷。

人武部领导来到该企业，向企业
领导及工作人员讲清“光荣之家”的适
用对象，当事人对自己的疏忽、草率表
示歉意，表示将在以后的经营管理中
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增强工作的
规范性。

不
妥

企
业
制
发
﹃
光
荣
之
家
﹄
锦
旗

迅
速

人
武
部
出
手
纠
治
不
当
行
为

■
张
洪
锋

朱
光
孝

本报讯 孟晓飞、宋芳龙报道：绳索
横渡技术救人、无动力操舟翻舟自救、山
体塌方道路抢通……3月 30日，浙江省
民兵军事训练规范化试点暨新大纲集训
在温州市永嘉县召开。这是该省军区推
进全省后备力量建设发展，深化调整改
革的重要举措。

新体制运行后，浙江省军区赋予
温州军分区民兵军事训练规范化试点
任务，围绕贯彻落实新大纲，坚持问题
导向、立足实际任务、探索组训方法，
广泛吸收县市、乡镇、社区、企业有关
人员意见建议，依据各级相关规定和

细则，研究拟订了《浙江省民兵军事训
练组织实施办法》，对民兵军事训练
责任、内容、方法、管理和保障等问题
进行规范，形成以任务为牵引、以大
纲为依据、以人才为支撑、以基地为
依托、以制度为保证的练兵体系，整

体 提 高 民 兵 军 事 训 练 规 范 化 、集 约
化、实战化水平，提升快速动员和遂
行任务能力。

民兵军事训练落实难问题一直是制
约战斗力生成的“瓶颈”。究其原因，除
重视规范不够外，“编、训、用”脱节也是

主要原因。为此，他们着眼民兵规模结
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基于任务明确动员、
应对、应急三类训练重点，把大抓民兵军
事训练规范化作为新时代提升后备力量
建设质量的关键手段，努力提升民兵应
急应战支援保障能力。

试点活动中，该省军区还专门邀请
军地专家围绕《省军区军事训练大纲解
读》和新一代《民兵军事训练大纲》概况
进行授课辅导，区分不同类型单位，组
织人员现场观摩,帮助找差距、明任务、
定标准，从而开启新一轮按纲施训练兵
实践。

浙江省军区依据训练大纲

探索规范民兵军事训练

4月10日，志愿者跟88岁的“沂蒙红嫂”朱秀成学做拥军鞋垫。近日，山东
省沂南县大爱沂蒙志愿服务队启动“感恩沂蒙红嫂，传承红色基因”公益活动，
志愿者和爱心企业踊跃献爱心，为“沂蒙红嫂”送温暖，争做“红色基因”坚定的
传承者和实践者。

杜昱葆摄


